
北邻郑州绕城高速的郑州
新郑教育园区集合了中原工学
院、河南工程学院等十几所知名
高校和郑州华南城、华商汇等超
十亿元、超百亿的大项目，强强
联合，有人搭建科研，有人构建
市场，合力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
商贸物流基地。

这样的“组合”不是巧合，而
是新郑市在新型城镇化中的精
心布局，当然还包括薛店镇啤酒
小镇、红枣产业园、新港产业集
聚区等一系列特色经济板块，目
的只有一个：优化产业布局，掘
金新型城镇化，让新郑人有岗
位、兜里不缺钱。

在具体实施中，该市主要以

“三集中”的形成，来充分挖掘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综合效
应。第一步，带动产业向园区
集中，引导“干道经济”向“园区
经济”转变、产业“小而全”向

“主导产业突出”转变，实现空
间上的“腾笼换鸟”，产业上的

“脱胎换骨”。据介绍，在此整
合集中过程中，该市成功淘汰
重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近 500
家，并将 2008 年时的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等 12
个产业，调整为“三主三辅”的
产业体系。

第二步，带动居住向镇区
集中。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一体化的总体布局，将村庄数量

从 2008 年 的 300 多 个 整 合 到
2012年的145个，再从2013年的
52 个整合到目前的近 30 个，使
城乡资源不断合理重组。目前，
该市城镇化率已由 2011 年的
55.5%提升至61%。

第三步，带动土地向规模经
营集中。在编制“三化”协调发
展规划的基础上，高标准制定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打造红枣
种植、生态旅游等现代都市农业
示范园区。目前，该市农业综合
效益正在快速提升，辖区各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达到
68 家，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还实现销售收入达 182
亿元。

设计新颖的现代化新型社区通上了南水北调的丹江
水，光纤网络可实现高速上网，驱车5分钟左右能驶
入郑州绕城高速，身边还有中部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
市场群——郑州华南城提供的5万个创业机会、10万
个以上就业岗位……这里是有望成为镇级市的新郑
龙湖。
杏树满山野，风清水绵绵，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尽揽怀中，
还有呼之欲出的寻根拜祖旅游区、多彩梯田艺术产业区、
石刻岩画研赏区……这里是集创意文化、生态文化、农业
特色旅游为一体的新郑具茨山国家级生态文化旅游区。
作为拥有较好发展基础的县一级新型城市，新郑被列为
“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试点”后，力求创新突破，进
一步破解城乡二元，争取早日建成自然之美、社会公正、
城乡和谐的“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高凯

今年 4 月 29 日，“中国
镇级市发展模式研讨新郑
龙湖高峰论坛”在新郑举
行，来自国家发改委、河南
省内外的知名专家齐聚龙
湖，围绕中国“镇级市”如
何发展进行激烈辩论，以
更高的视角研讨新型城镇
化建设方向。此次论坛举
行前，国家发改委还公布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方案》，明确新郑的任务
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统
筹城乡空间布局，重点打造
中心城区、龙湖新城、薛店
新市镇、辛店新市镇“两城、
两市镇”。

从此次针对龙湖区域
的专门研讨和《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
任务要求可以看出，当前，
新郑新型城镇化建设已取
得一定成效，并进入城乡
统筹发展的关键阶段。而
按照新郑市城市发展的战
略，这一阶段其实也在预
期之中。据介绍，新郑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历程，是
一个战略引导、战术推动、
逐步深化、逐步集中的过
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 年到 2009
年，以“一个中心三大板
块”为特征的自然发展阶
段；第二阶段，2010 年到
2012 年，以城乡一体化为
主导的初始发展阶段；第
三 阶 段 ，2012 年 到 2015
年，以“双融入、双承接”、
全域城镇化为目标的快速
发展阶段。

新郑市新型城镇化建
设定位准、动作快、成果
优，与该市精耕细作城市
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密不可

分。在新型社区建设过程
中，该市以“美好家园新型
社区”建设为载体，按照通
公路、自来水、电，有社区
警务室、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等“六通十一有两集中”
的标准为新型社区配套优
良的公共服务，成功打造
出“15 分钟优质生活圈”。
据统计，目前，该市共先后
建设新型社区62个、629万
平 方 米 ，入 住 社 区 群 众
10129户、3.9万人。

与此同时，该市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快，使区
域承载力随之提升。这其
中，包括规划建设的“十纵
十横”城乡路网体系已完
成 90%以上，基本形成全
域通达、廊道配套的路网
框架；建成生态廊道34条，
绿化面积达到3870万平方
米；新建一座日处理580吨
的垃圾填埋场，形成了“村
收集、乡运输、市处理”的
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新
建污水处理厂8座，基本达
到了市域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

新郑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各环节工作中，解决
资金瓶颈问题，是其一大
特色亮点。当地创新打
造出新区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和政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两家资产超百亿
元的城投公司。目前,新
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被大公国际评为 2A 信
用等级，共发行城投债二
期 29 亿元。以及，与厚朴
金控集团达成协议，计划
发行总规模不低于 60 亿
元的新郑·厚朴新型城镇
化发展建设基金。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上市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的
新郑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当地一家集红枣种植加工、科
技研发、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综
合型企业。前不久，该公司推出
了一个“虚拟农民”项目，利用自
有的红枣基地，通过与腾讯等平
台合作，推出“网络虚拟农民种
植活动”，拟规划发展 10 万名

“虚拟农民”致富。“虚拟农民”每
人交付 1 万元，即可拥有一棵枣
树 20 年的受益使用权，每年还
可享用10公斤红枣产品。

“我从小到大，吃枣、种枣、
卖枣，当枣农、帮枣农、富枣农，
至今仍觉得红枣还有很大潜力
可挖。”好想你公司董事长石聚
彬对记者说，目前，好想你公司
正在加快建设中国国际红枣园，
这是新郑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非
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项目，完全依
托新社区农民、现有土地等本地
资源进行建设。项目建成后，每
一个板块产生的效益都能让居
住在周边区域的数万群众直接

获益，可以说带动性极强。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

上楼后怎么办？今后致富路在
哪儿？日子怎么过？……这些
质疑时不时涌现。但是，在新
郑，一个“惠民六大工程”将这些
问题一一破解。

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为
引导，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免费
推荐就业，解决农村劳动力就
业技能不高、就业渠道不畅等
问题。据统计，去年以来，当
地开展各类培训 18478 人次，
并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达 19270 人；实施农民合作创
业工程，建立市、乡、村三级农
民协会体系，将有创业能力和
意愿的村民组织起来抱团发
展。目前，该市成功建立新型
农 民 协 会 总 会 、13 个 乡 镇 分
会、25 个村级农民协会和 10 个
企业协会，推动农民增收 400
余万元；实施现代农业示范工
程，出台新型社区建设财政奖
补政策，对复耕后的原村庄集

体建设用地由市财政按照每亩
5000 元的标准予以奖补，引导
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实施“百千
万”文化惠民工程，为每个新型
社区组建 2 支文艺队伍，来丰
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实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工程，
为入住新型社区的群众提供农
民 、市 民“ 双 重 身 份 、双 重 保
障”。目前，辖区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3.93 万人，
60 周岁以上居民参保率继续
保持 100%；实施行政效能提升
工程，建立起市、乡、村三级公
共服务平台，满足广大群众的
服务需求。

而让当地群众最欣慰的是
政府特别舍得在老百姓身上花
钱。据了解，最近三年，该市公
共财政民生支出年均增幅高达
31.1%，累计民生支出99.7亿元；
城乡居民公众安全感指数和幸
福指数持续保持全省前列，并连
续 8 年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
进县（市）”。

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试点”的新郑美丽宜居。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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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产业为基就业为本
推进新型城镇化


